
17th Sept 2017, 苏黎士活泉教会主日敬拜 马太福音 6:31-34，7:1-5 马可福音

4:25 路加福音 12:29-32; 6:37-42 

前一段经文: 

 基督要门徒省察自己的 “眼睛/灯”，它们是否发挥正当的功能，就是它们是否明白上帝的话及顺服圣

灵在他们心中的引导，以便它们可以好像明亮的灯一样，使人的动机及情感走在公义及光明中，否则

我们的心灵将会昏暗。 

 基督也责备那些虚伪，三心两意的人，就是那些不愿意单单相信并依靠上帝的人。他们常常聚在一起，

彼此比较，就互相安慰，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虽然没有完全献给上帝，但是身旁的人都与自己差不多一

样。岂不知上帝在圣经中多次明确的教导 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(申 6:5)”吗? 

 假冒为善的人常常会陷入 ‘过度忧虑’的试探： 

o 因为他们忧虑那些在自己范围之外的东西，漫无目的地忧虑； 

o 或是他们想追求那些更高的东西，但他们只想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，但却不向上帝求告。 

 信徒不应该陷在那些过度忧虑之中，因为上帝既然已经将生命赐给了我们，祂岂不维续我们的生命吗? 

不然上帝赐生命有什么意义呢? 难道祂是没有目的地创造人在世上。 

马太福音 6:31-34; 路加福音 12:29-32 

 太 6:31 所以，不要忧虑说：吃什么？喝什么？穿什么？ 

 可 6:34 所以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；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」 

 路 12:29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也不要挂心； 

o 这一节与上文一样，基督提醒信徒要依靠天父的看顾，心中深深相信天父必定会供应我们一切

所需用的，而不会陷入那些 ‘过度的忧虑’。 

o 虽然我们在世上生活必会经历忧虑，因为那是上帝磨练我们信心及提醒及管教我们的工具。 

 忧虑是个现实，是个信号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还活在有罪的世界里，我们还是个有罪性

的人，它不断提醒我们盼望没有忧虑的那一天，就是当我们进入上帝国度的时候。 

o 但是 ‘过度的忧虑’是反常的，是出于人的自信，无知，及对上帝的不信。 

 过度的忧虑是信仰的问题，产生于人拒绝相信上帝的主权，无知地认为自己掌握一切

的事。 

o 基督在这里用‘今天’及‘明天’作对比，指出两种忧虑的不同点，并不是在于时间上的远或近，

或是事情上的严重性: 

 基督不是说我们可以忧虑今天的事，而不可以忧虑明天的事，或者可以忧虑一个礼拜

的事，忧虑一年的事就是过分；也不是说可以忧虑小事，不可以忧虑大事。 

 正当的忧虑是带着对天父慈爱的信心，就是‘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；一天的难处一天当

就够了’，就是相信天父在考验我们时，必有足够的预备。 

 ‘明天’和 ‘今天’被人格化：你应该相信，虽然‘明天的你’有明天的难处，但也有

明天的供应，好像‘今天的你’有难处，但神已供应了你一样。 

 过度的忧虑是不信的表现，就是‘为明天忧虑’，他将上帝看为与自己一样，当他觉得自

己对未来的事无能为力的时候，他也认为上帝也是无能为力的。 

o 马太记载基督说‘不要忧虑’，路加记载‘不要求’或是 ‘不要寻求’，是指那些过度忧虑的人， 

 他们到处寻求自己的需用，但却没有向天父祈求，即使他们找遍世界每一个角落，他

们还是不愿意寻求上帝。 

 就算他们四围都充满了他们所需用的，他们仍是忧虑的，因为他们马上会陷入新的忧

虑，就是害怕及担心会失去所拥有的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相信上帝是一切的供应及保

护者。 

o 路加记载‘挂心’( be not in suspense，of doubtful mind)，不是指一般正常的顾虑，而是指

人将自己的心悬挂起来，不踏实的考虑事情，是过度忧心的表现。 

 这些人为几百年之后的事担心，没有一点空间留给上帝的护理。 



 若是我们愿意帮助这样的人，我们就应该建立他们对上帝的信心，因为只有当他们相

信上帝的主权时，他们才可能停止过度忧虑，只有当他们相信上帝对他们的怜悯时，

他们才可能相信上帝所供应的是最好的。 

 太 6:32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 

 路 12:30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，你们的父是知道的。 

o ‘外邦人所求的’与‘你们需用的这一切的东西’ 

 基督并不是指，外邦人追求华丽享受，但是天父所知道并赐于基督徒的是粗糙的食物，

平淡的衣服，窄小的房子。 

 虽然信徒与世人在追求物质的种类上应该有区别，但是基督在这里是区分追求物质的

态度而不是物质的种类。 

o 首先，世人对自己追求的态度: 

 上帝是人幸福的竞争者: 

 他们在世上会拼命赚钱，虽然他们膜拜很多神，但是他们好像要跟众神抢好处，

人必须用尽办法，不管是偷，抢，骗或交换的方式，他们坚信人必须要跟天斗，

并且人定胜天。 

 上帝是反复无常的暴君，所以人在世上若要拥有快乐，人就必须避免被祂眼光注意到； 

 所以他们必须表现得很虚伪，深怕老天看见而妒嫉他们，把他所给予他们的东

西夺回。 

 上帝是不理会人间的事，人的幸福是靠人努力所争取的。 

o 信徒努力追求的态度: 

 追求的动力是因为深信慈爱的天父手中充满一切的美福，既然上帝是他们的天父，祂

就必按自己的美意，以大能的护理，将祂儿女所需用的赐给他们。 

o 不信的人，基于经验，常理，概率，及与别人的比较，他们有时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对上帝有信

心的人，但是这种的平安是短暂的，只要有一点的差错出现，他们的恐惧就马上被暴露出来。 

 太 6: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 

 路 12:31你们只要求他的国，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。 

o 按上下文，基督在这里并不是给人应许，而是责备人的无知。 

 因为人既然不知道自己被上帝所造，是有比物质更高的目的，他们是为永恒天国而造，

怎么他们还为物质而忧虑呢？ 

 他们应该限制自己对物质需用的要求，以更不会忽略思想他们在属灵上的需要以及天

国的美好。 

o ‘国及义’ 

 都是指同一样的事，就是天国，神的国就充满公义，所以天国和公义通常指上帝在未

来赐给我们的美好。 

 罗 14:17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 

o ‘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’ 

 祂不是在教导我们如何与上帝交换条件，而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位真正追求天国，也相

信上帝愿意将极大的福份赐给我们的基督徒，那么我们就很自然的知道，那些附加的

需用品(世上的需用)，天父也必不会忽略。 

 基督说：你怎么这么傻，难道你不知道天国既已经赐给了你，这些短暂的物质岂不也

是自然会赐给你吗？ 

 基督并不是告诉我们，先追求属灵的，再追求物质的，而是直接告诉我们，这非物质

的福分比物质更大，既然非物质性的需要已经被赐给我们，物质性的需要就不会被忽

略。 

 路 12:32你们这小群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 



o 基督进一步解释了上一节的意思，就是天父既然已经乐意将天国赐给我们，我们就不需要再为

物质而担忧及感到惧怕。 

o 基督用“小群”来指出，虽然我们看起来是一小群的人微不足道，但是天父却乐意将祂的国赐给

我们。 

 不是因为我们这一小群是精英，作了什么大事，或是有什么功劳，而是单单出于上帝

对我们的喜悦，以致将祂白白的恩典赐给我们。 

o 每当上帝将我们的心思提升到天上的时候，让我们不再为我们日用的饮食而忧虑，应该明白天

父已经看顾我们的需要。 

 总之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足够了，因为我们已经有神乐意赐予的国和义，所以不

必再提忧虑饭食的事。 

马太福音 7:1-5; 马可福音 4:24; 路加福音 6:37-38, 41-42 

 太 7:1-2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，也必怎样被论断；你们用什么

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 

 可 4:24 又说：「你们所听的要留心。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，并且要多

给你们。 

 路 6:37-38 「你们不要论断人，就不被论断；你们不要定人的罪，就不被定罪；你们要饶恕人，就

必蒙饶恕（饶恕：原文作释放）；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

尖下流 (running over)的倒在你们怀里；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」 

o 基督在这里并不是完全禁止论断(判断 judging)，而祂是要针对我们在论断别人的时候，常常

表彰的罪性： 

 一个堕落后的人，往往会对留意别人的过失或别人跌倒的事，他们对美善的事存置疑

的心，但对败坏的事却比较容易接受为事实。 

 虽然我们不会赞美别人的罪行，但是当我们发现别人被揭露的罪行比我们那些

隐藏的罪行更严重的时候，我们会因为上帝已经找到了‘黑羊’而比较安心。 

 一个堕落后的人，对自己的论断往往是十分宽容的，但是对别人的论断却是过度严格

及苛刻的。 

 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罪，往往不闻不问，觉得无伤大雅，但是当我们判断别人的

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偏见，夸大了事情的后果，也过度严厉审判人的罪。 

o 所以，我们认识自己的罪性及弱点，远离那些容易让我们陷入犯罪的事。 

 正如奥古斯丁有句名言：吃东西是好的，但要像吃药一样，不需要的时候就不吃，需

要的时候才吃。他不是说食物不好，而是说我们当有智慧地远离试探，节制欲望。 

o 基督并不是教导我们“不分辨对与错，是与非”，而是当我们必须按上帝的话及律法作论断的时

候，我们必须按照上帝怜恤的原则来作判断。让我们站在一个谦卑的位置上，以致我们没有在

人面前表现出自己是审判官，而是让人看出只有一位赐律法及审判罪恶的上帝。 

 首先我们必须先严格地省察自己，我们就不难发现上帝对我们是十分宽容及忍耐地，

上帝给我们许多的机会悔改，也在必要的时候温柔地管教我们。 

 当我们判断别人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小心谨慎，不会因为别人的罪严重而使到自己的心

灵被罪性(高傲，自我，自义)所占据，过度地审判及定人灭亡的罪，好像我们有比上帝

更高的公义标准。 

o 基督向那些自义的人宣告他们的遭遇: 

 因为他们好管闲事，放大人的过犯，加以咒诅，所以他们的自义，骄傲，激怒了上帝，

以致上帝将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。 

 上帝有时在世上会使用别人为祂的工具报复我们的恶行，让别人以同样的论断来论断

你。 



 如果上帝今生没有这样对待你，有一天当你来到祂审判台前时，祂一样要这样对待你，

祂会在审判台前向我们收回祂的怜恤，他要当众论断我们的罪，把你的罪宣告给每个

人听，定我们是地狱之子。 

 你今天可以不要听上帝藉讲员对你罪行的论断，但是你总有一天要听到上帝论

断你，但是那时已经没有悔改的机会了。 

o 基督也应许那些怜恤人的，也将会被别人所怜恤: 

 这番话鼓励信徒带着怜悯的心帮助人和扶持弟兄。 

 但是在世上，当我们以怜恤对待别人时，往往我们却遭受许多不公义的对待，也没有

被人怜悯。 

 这并不是上帝的话不真实，而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还不是那配得被人怜悯的人，虽然

我们已经尽力学习怜恤别人，但是我们仍有许多缺陷，所以我们从来就没有完全按别

人所当得的怜悯对待别人，所以上帝就给了我们这样的遭遇，让我们看见我们还有许

多当学习的。 

 基于缺乏谦卑与爱心，别人所应得的怜悯，往往我们没有完全给于，我们用担

心会‘宠坏别人’来为自爱作掩饰。 

 当我们没有经历太多被人怜悯的时候，求主赐我们谦卑，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善行还不

够，所以我们也就不自宣是应得怜悯的人，直到神怜悯我们为止。 

 太 7:3-5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梁木，怎能对你弟兄

说：『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』呢？你这假冒为善的人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

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 

o 连接上一节经文，基督指出，人在随意论断别人的事上所表现的罪性: 

 当人成功细心挑剔别人的过失时，他们就毫不留情的指责，夸大事情的严重性，好像

世上再也没有比这人更加糟的罪人，以致他们自己的过犯就不再有什么值得被注意的

了，其实人是为了平息自己良心的内疚，以致去论断或攻击别人。 

o 基督以刺及梁木作对比: 

 指出其实他们在这件事上所犯的罪远远比他们所指控的人更加严重。 

 基督指出当他们以‘爱心’的名堂挑剔别人的软弱时，他们早已经因为自义及假冒为善而

犯了更大的罪。 

 他们自认为有通行证在指责人的罪时，可以用一些侮辱和难听的话来责骂人，而不被

上帝所追究。 

 基督说，那个人的罪只是一根刺，但你已经表现出一条梁木的罪。 

o 总结， 

 基督禁止我们两种的邪恶: 

 我们过度挑剔别人的过犯，甚至夸大了别人的错误。 

 我们太纵容自己的过犯，常常为自己找许多借口宽容自己。 

 在不可论断的事上， 

 如果我们把整段经文读完，我们就不难看见‘眼中和刺和梁木’这比喻的重点不

是基督徒应不应该论断，而是许多人在论断的事上，显露了他们心中隐藏的罪

性。 

 


